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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南乡土 ■邵明思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浪潮席卷全国，山东首
当其冲，鲁南也是重灾区。在政治思想上大肆“反
右倾”，经济战线上全力“大跃进”的疯狂年代，“一
平二调风、浮夸风、共产风”占据上风，高指标、瞎
指挥“左倾”错误极度泛滥，在“大炼钢铁”的运动
中，上级层层定指标、下任务，下级就组织起“清乡
队”挨家挨户砸锅收铁；“突击队”村内村外伐树毁
林，大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之势。在“大办食堂”
的口号下，家家无存粮，一切要交公，到点吃饭，晚
了不等，结果是坐吃山空。

错误的行动纲领，必然引发适得其反的结
果。由于人们盲目的乐观，高兴的太早，没想到的
是一九五九年之后的自然灾害接踵而至，加之当
时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同，索款逼债，导致
了三年的严重困难时期，一时间全国物价飞涨，粮
食奇缺，刚刚解决温饱问题的农民又没有了饭吃，
甚至出现了饿死人的严重局面。

当人们痛定思痛，对这些异常现象进行反思
时，各种怨言也就铺天盖地，各种民谣应运而生。
分析这些民谣，不外乎三种类型：一是反映工农业

“瞎指挥”、“大呼隆”反常现象的；二是反映老百姓
“吃食堂、无饭吃”的凄凉境况的；三是反映干部中
“懒占贪、搞特权”种种弊端的。

当时的干部好大喜功，盲目上马工程，组织大
兵团作战，追求轰动效应，到后来是劳民伤财，不
了了之。如一首体现滕县南部大挖露天煤矿的歌
谣—：

一九五八年，反右大批判，
十八万英雄汉，露天煤矿大会战。
行动军事化，云集落凤山，
每天三顿饭，黑白加班干，
会战六个月，没见煤炭的面。
常言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由于农业不稳

波及到工企业生产，工人老大哥也多看重眼前利
益，纷纷回家务农，被“辣疙瘩”绊倒了一批人，如

“五八年，共产风”——：
五八年，共产风，闹的工人乱哄哄。
七级工，八级工，不如社员一沟葱。
你回家，我不干，工厂停了一大半。
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最朴实，最讲实惠，但

是在“大跃进”的年代里，农民也是最可怜、最无
奈。如下面两首歌谣就道出了农民的心酸——：

其一:大跃进，吹牛皮，弄得社员去拉犁，
拉一春，拉一夏，买双袜子要计划。
吃芋头叶，屙淄泥，社员的苦处没法提。

其二：提起大跃进，人民真伤心，
种麦深翻地，要翻两米深。
五十个劳动力，翻了一冬春，
翻到地下种，已翻地八分，
已有八分地，下种二百斤。
有个老农民，看见心发狠，
仰面叹口气，回家泪纷纷。
问这八分地，要产三万斤，
这是瞎胡扯，完全是骗人。
虚报与浮夸，上级认了真？
这样搞下去，人民饿断筋。
造成大灾荒，饿死多少人？
男的向外逃，女的直受贫。
这样搞下去，苦了咱农民。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吃饭是头等大事。一
九五八年秋，鲁南地区是个好年景，庄稼长势良
好，但是丰产没能丰收。人们过度的陶醉在“人
人有饭吃，要啥就来啥”的共产主义生活梦幻
中，根本无心去关注脚下的土地，不再费力于这
到手的庄稼，把地瓜刨下来就窖在地里，高粱砍
下来就堆在场里。一九五八年大办食堂，人们没
有了本钱，其结果以轰轰烈烈开场，以冷冷清清
收场。

其一：五八年，吃食堂，男女老少受饥荒，
大人吃得水肿病，小孩吃得脸焦黄。
食堂的窝窝上把捧，烧的糊涂照人影。
队长家里擀面条，书记家里烙油饼。

其二：白菜帮，帮白菜，社员推磨比驴快，
不用草，又省料，不用干土垫磨道。

其三：您大娘，你想想，五八年吃食堂，
大干部吃，二干部尝，社员一吃绝口粮。

非常的年代，也产生“超常”的干部，虚报浮夸
也成了各级干部的通病，其实身在其位也是无奈
之举，否则的话，就要打你的“右倾”，拔你的白
旗。但是人们最痛恨的是那些不管老百姓死活、
贪污腐化、损公肥私、大搞特权的干部。因此，反
映这方面的歌谣也比较多。

其一：白菜帮，帮白菜，干部开会刚回来，
俺问干部开的什么会，别说了，别提了，
可叫上级熊急了，放卫星，放火箭，
叫你咋干你咋干，谁让你说是操蛋。

其二：大干部，二干部，身上穿着卡叽布。
卡叽布，是蓝的，都是剥削社员的；
社员穿黑的，都是劳动所得的。
大皮鞋，二皮鞋，不当干部哪里来。
窝蝼牛，大马虾，谁当干部谁当家。

其三：小风箱，嘎啦啦，干部熬粥把锅拉，
大小干部每人碗，社员看见干瞪眼。
队里煮的绿豆花，四个干部撑坏了仨，
还有一个没撑坏，沥沥拉拉屙到家，
小孩娘，快来擦，今后再不贪吃啦。

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共产风，是人祸大于
天灾，教训不言自明。时间过去了整整半个世
纪，抚今追昔，让许许多多的过来人记忆犹新。
如今，我们的国家在经历了过多的磨难和坎坷
后，步入了向现代化进军的快车道，人民的生活
水平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历史是一
面镜子，让我们不要忘记这段历史，时刻保持清
醒的头脑，尊重客观规律，戒骄戒躁，求真务
实，在更快更好的发展中让经济更繁荣，社会更
和谐，人民更富足。

鲁南山花皮影发源于清朝中期枣庄市山亭区，与河北唐山皮影、陕西华县皮影并称为当代中国

尚存的三大皮影，2006年被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至今已历经四代，传承百年。后被列为

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2010年5月，山花皮影的第四代
传人陈守科先生应邀来到台儿庄古
城，从此便决计与大运河牵手一生。
我用了两个下午的时间采访了陈氏
山花皮影的传承人陈守科，他向我说
起了他与皮影的故事。陈守科七岁
半学皮影16岁独立登台演出。说起
为什么爱上这门手艺，陈守科说主要
是自小跟着父母外出演皮影，时间一
长，整天耳濡目染便爱上了皮影，另
一方面由于当时生活特别困难，外出
演出皮影能吃上一顿饱饭。他到外
演出皮影，首先要选择当地村开阔
地，用四五根木棒扎上四方框三面用
高粱杆围上，留一面支上幕布。等天
黑后点上菜油灯（铁碗三个捻子的油
灯）便能开演了。那时没有电视电
影，群众只能通过皮影来消遣闲暇的
时光，所以热情很高，陈守科还没准
备好开演皮影的道具，当地村子男女
老少就开始喊演皮影的快开戏，一直
喊到皮影开演。那时演出主要是传
统段子，有：西游记（当时叫九妖十八

洞）、东游记（封神榜）、八仙过海、哪
吒闹海、杨家将、武松打虎等等。每
到一村，菜油灯一亮，一开唱不到夜
里十二点没收过。陈守科记忆最深
的一次演出是从天一黑一直演到凌
晨三点。为什么演这么久？因为当
时群众对演的皮影戏入迷了不让走，
直到把那场戏演完才罢休。当时陈
守科从临时的皮影棚出来后一看，当
地村民把皮影棚用棉被盖上，而被上
的雪已有 10 多厘米，村民们正烤着
一堆一堆的小火，还没散场。陈守科
看到这一场景感动的落下了泪，可见
当时群众对皮影痴迷程度之大。

鲁南山花皮影传承并不是一帆风
顺，其中有大多的甘苦和曲折只有陈
守科知道。鲁南山花皮影在文革期
间一度遭到禁演，陈守科的父亲陈德
义便将全部 880 件皮影（共计 160
套）封存于地下，这才躲过了浩劫。
1978 年解禁后，陈守科接过这 880
件山花皮影，由于数量巨大且保存完
好，他被民俗专家誉为“中国皮影保

留最完整、最古老的传人”。2000
年，全国民俗调研专家组对陈守科进
行专访，并整理出版了《陈氏皮影没
失传》一书，山花皮影开始受到普遍
关注。1984年电视机普遍进入百姓
家庭，皮影受到严重冲击，对于皮影
市场的萧条以及现代青年人对传统
文化的漠视和遗弃，让陈守科认识到
只有对皮影进行改革和创新以适应
当前人们思想，皮影才能生存下来。
陈守科对皮影进行了大胆的改革。
他首先改革的是剧目。一是保持传
统剧目给老年人看；二是创新新的剧
目，如抗非典人物张普善牺牲在岗位
上，陈守科把这位人民公仆雕刻成皮
影人物，把张普善搬上皮影得到年轻
人的欢迎。2008年奥运会陈守科又
雕刻奥运五福娃，搬上皮影荧幕，被
山亭区文化局、教育局的领导和区委
领导认可并下文批准陈守科在全区
大中小学校演出，演了大约三个月。
之后山东师范大学王教授专门到山
亭采访陈守科，山亭区计生局人员跟

随陪同。采访时陈守科对计生局局
长说用皮影宣传计划生育比什么都
好，计生局局长说你出几个节目和雕
刻人物我看看。陈守科一个月雕刻
人物，一个月编皮影故事，两个月创
作大量剧目，如：计生皮影下乡来，少
生孩子快致富，近亲结婚害处大等
等，得到计生局领导的认可和支持，
在山亭各乡镇农村公演大约有半年
的时间。随着市场需求，很多景区向
陈守科发出邀请，但要求必须是白天
演出。经过反复研究，陈守科用两个
月时间对影棚、荧幕灯光进行改造之
后成功显示出图像。皮影改造后陈
守科分别在济南千佛山、大明湖、趵
突泉等地演出场次不计其数，受到游
客热烈欢迎。游客看了都说很稀奇，
都说白天怎么能演皮影。白天演皮
影，顺应时代发展，使皮影在面临消
失的状态下又生存了下来。陈守科
在济南演出时接到山亭区领导电话
说台儿庄古城管委会点名邀请你到
古城演出。陈守科受到家乡邀请很
高兴，面对外面高价钱的诱惑不动
心，义无反顾的回到家乡，向家乡人
民展示皮影文化。在古城，他还编排
了《是谁还给了往日的辉煌——乾隆
皇帝又来了》等新曲目，与《封神榜》、

《西游记》、《杨家将》等经典老曲目一
起轮流在古城中演出，吸引了大量游
客驻足观赏。

每个流派的皮影都有自己的特
色，鲁南山花皮影特色更明显。制作
皮影首先要选皮主要是牛皮和驴皮，
选好皮后用石灰水放在大池子里浸
泡，泡完刮去毛，晾干蹬平，按人物大
小不同分割，过稿绘画，雕刻组装，按
人物上好不同的颜色后再钉支架就
是成品了。鲁南山花皮影是由一个
人完成生旦净末丑角色，而其他流派
都是一人一个角色，包括挑逗说话，
在说话唱腔的方面鲁南山花皮影也
是独具特色：经腔磨调，九腔十八调，
七十二哼哼。为了让古老的艺术不
致失传，陈守科在家乡自费兴办了山
花皮影学校，四年累计收徒 80 余
人。他的女儿陈如，以及年仅5岁的
孙女陈宇涵也加入戏班，“陈氏皮影”
终于后继有人。

山
花
皮
影
的
第
四
代
传
人
陈
守
科

峄县石榴园西部，群山连绵，
溪流交汇，在风景如画的榴林深
处，凸显一个超越常规的大坟头。
这个巨大的封土堆，便是 《峄县
志》中记载的“权妃墓”墓地。

据《明史》及其《后妃传》记
述：恭献贤妃权氏，朝鲜国人。权
妃容貌秀美，聪明伶俐，精通文
艺，尤其擅吹玉箫。公元1402年，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四儿子朱棣
推翻了他侄儿建文帝的政权，登上
帝位，皇号为“永乐”。永乐二年，
作为友好邻邦的朝鲜国，为了表示
祝贺，向永乐皇帝进献了 8 名美
女。永乐帝只选了一位姓权的姑
娘。权氏入宫后，时常以幽柔典雅
的箫声，令人清胸悦耳、心旷神
怡，打破了以往那种森严肃穆，闷
气沉沉的深宫氛围。权氏既受皇帝
的宠爱，又深得宫人们的赞誉。权
氏受人抬爱的原因，不仅是她天生
丽质，更重要的是德才兼备，谦诚
贤惠。虽然大明宫内美女如云，但
是皇帝对权氏情有独钟。朱棣是一
个文武双全，颇有心机的真命天
子。为了江山社稷，他尽管深爱这
位来自海外的红颜知己，仍然经过
6 年多心贴心的严格考察，才放下
心来，于公元1409年，才册封权氏

为“恭献贤妃”，并赐封其父权永均
为光禄卿。

公元 1410 年 （永乐八年），漠
北的鞑靼旧部叛乱，边境告急的奏
章不断涌向朝阁。戎马出身的永乐
皇帝率领40万大军，御驾亲征。一
直和皇帝情投意合，对皇帝体贴入
微的权妃娘娘奉诏伴驾，随军出
征。朱棣早在年轻时代就是一个能
征善战的长胜将军，经过短时期金
戈铁马的交锋，平息了叛乱，皇帝
的北伐军大获全胜。在奏凯还朝的
旅途中，路过峄县薛城，由于天气
炎热，身体脆弱的权妃不幸中暑而
死。

永乐皇帝悲痛至极，根据权妃
生前追求美好的秉性，他命令地方
官吏和阴阳先生跋山涉水，四处寻
觅，要精选一处最美好的风景区作
权妃的寝陵。最后，朱棣把他那位
面如榴花，热情似火的心上人，定
位在山水和谐，万亩赤情的峄县石
榴园花丛之中。君臣们按照九五之
尊的至礼，隆重举行了祭奠大典。
民间传说，精神近乎崩溃的永乐皇
帝在权妃的葬礼之后，仍不思回
京，也不听臣工们的苦劝，坚持为
权妃守墓七七四十九天。随行的大
臣将官们在凤凰山下的“孝台”

上，陪君守墓。
权妃墓地三面环山，一面临

水。墓区东方的狮子山 （又名马头
山） 与墓地西方的象山，双峰遥相
对峙，悬崖绝壁，怪石峥嵘，俨如
两个守陵的卫士。墓区北方背靠白
茅山（又名凤凰山），山体圆峻，秀
峰端庄，山泉的流水，分化成东西
两支小溪，围绕着权妃墓宛如护陵
的龙蛇，到墓前的不远处，两支溪
流融合在一起南下，进而汇成一片
平湖。墓区周边的地势起伏跌宕，
风行气扬，烘托着陵墓的凛凛威
仪，梯级的绿树浓荫喧染着鸟语花
香的情愫。权妃墓确实是一块风水
宝地，美中不足的是此处土地瘠
薄，产生不出皇天厚土的国葬风
格。据说，永乐皇帝为了解决土的
问题，他煞费苦心，独出心裁，号
令将士献忠心，动用十万多人，每
个人都从微山湖畔取来一兜泥土，
筑成了一个高越八米、占地三亩的
大坟头。

所以娘娘坟的坟土和周边田野
的土质截然不同，而且坟土中含有
许多蜗牛、蚌等水生物的残壳。因
此，民间流传着一支歌谣：

东山狮子西山象
二龙吸水面朝阳

十万将士兜泥土
凤凰山前葬皇娘

权妃墓南二三里，有一个土
岗，面积约500平方米，名字叫作
幡古堆。传说是因为在权妃葬礼时
插幡而得名。在二十世纪七十年
代，考古专家在土岗上采集了一些
石斧、鼎足、兽骨、黑陶、灰陶残
片等文物。认定此处当属龙山文化
时期的遗存。所谓幡古堆，可能是
永乐皇帝的命名，亦或许是在权妃
葬礼插幡后，百姓们的赐名。

权妃墓已载入《中国名胜大辞
典》景点名录，由山东省人民政府
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
为冠世榴园旅游区的特色历史人文
景观。

从1410年至今，五百多年的权
妃墓传奇，一如既往。2008 年至
今，五六年的新农村改造，奇迹般
的换了人间。

以前的游人评议说，只有权妃
那样美德美貌的美人，才有资格在
这山美水美生态美的美境中安寝。
现在的游人评议说，只有楼房林
立，环境舒适的新型娘娘村和意气
风发，与时俱进的娘娘村新型农
民，才有权利和权妃娘娘这个美好
的历史人物为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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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南山花皮影——

永恒的瑰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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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妃墓传奇


